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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
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基于A省毕业生就业的实证分析

董 小 平1,苏 姗 姗2

(1.重庆市教育评估院 高等教育评估所,重庆市400020;2.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市401331)

摘 要: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改革问题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领域。本研究以 A省本科

院校毕业生就业供给侧为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探索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招生侧、培养侧、择业侧和供

需关系侧影响机制,并提出就业供给侧内部结构性改革的策略。结果发现,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的课

程教学、毕业实习、毕业生学业成就、就业创业教育对供需关系平衡的个别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专业招生

规模对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培养过程管理、创业教育对供需关系平衡的个别因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存在

三条无效供给影响路径。深化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包括:平衡专业规模结构,优化

专业资源供给;改革课程教学管理,强化就业力培养;深化创业课程改革,实现专业课程协同发展;变革无效供

给关系,驱动有效供给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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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我国深化本科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领域,其对

驱动本科教育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尤其是产业行业发展需求至关重要。在英语世界中,“就业”由
“Employment”来指称,其又有“雇佣”之意;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就业”经典定义中,“就业”被视为一

定年龄阶段的劳动者为获取报酬或赚取利润所进行的活动,[1]我国大多数研究者对就业问题的研

究就主要源于这种意义。由此,本科毕业生“就业”往往被视为取得毕业资格的本科毕业生参与社

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合法经济活动,且在现实实践中也主要指称本科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建立雇佣关系的活动过程,进而被看作本科毕业生与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之间的配对活动。
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及其指导的就业实践仅仅片面强调了本科毕业生与社会就业岗位之间的直接关

系,将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简单化为取得毕业资格的本科毕业生,而忽视了本科教育过程对本科

毕业生与社会就业岗位之间关系的建构意义,其既不利于消解本科毕业生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之

间的结构性矛盾,也不符合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客观实际,更不便于深化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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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实践。
事实上,正如在经济领域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2]在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

问题中本科教育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亦属一对共存的根本关系,而且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优劣

主要取决于这对关系双方是否形成了有效的协同机制,以使本科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不断地满足经

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并在发展中持续保持两者的动态平衡。因此,当前有必要破除解决就业问

题的传统思维方式,以本科教育供给为逻辑起点,以本科教育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应然关系为逻

辑线索,客观分析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影响机制,进而探寻深化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有效路径。

二、文献综述

已有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研究将问题及观点聚焦在就业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关系、就业供

给质量评价指标和就业供给质量影响因素等方面。
(一)就业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存在结构性矛盾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影响因素归结为本科毕业生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

之间的规模结构性矛盾、质量结构性矛盾与择业结构性矛盾。

1.规模结构性矛盾观将焦点集中在本科招生规模、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的关系

上。其中,邓峰等人认为高校扩招后学科结构对毕业生就业具有重要影响,工科毕业生就业概率显

著高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学科;[3]毋恒生等人认为扩招后高校专业设置和在校生规模与社会需

求不适应;[4]郑功成认为高校专业人才培养速度与社会人才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5]李凡认为专业

结构失衡使就业困难加剧。[6]

2.质量结构性矛盾观将焦点集中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关系上。其中,邓峰

等人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质量对毕业生就业显著正相关;郭玲霞和张一名等认为毕业生专业素质达

不到用人单位要求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7-8]余长春等人还分析了大学生就业能力与社会需

求不匹配的具体表现。[9]

3.择业结构性矛盾观将焦点集中在本科毕业生流动与区域人才需求结构的关系上。其中,李
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大学生就业流向失衡造成就业结构性矛盾;[6]张静静研究发现大学生就业期

望值与社会需求严重错位;[10]潘文庆等人发现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对就业质量具有重要影响。[11]

(二)就业供给侧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多元性

不同研究者研究取向差异导致本科毕业生就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多元化,甚或同一指标体系也

涉及多层面或多维度,其中也不乏反映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质量的评价指标。其中,柯羽认为就

业质量评价指标应包括就业地区流向、就业单位性质、薪金水平等客观性指标和入职匹配度、就业

满意度、职业发展前景等主观性指标;[12]彭建章等统计了2014年部属高校就业质量报告采用就业

指标的频次,提出使用频次排在前五位的指标包括工作总体满意度、专业匹配度、薪金、求职渠道和

就业工作满意度;[13]王艳伟等认为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包括薪酬待遇满意度、工作氛围和谐

度、自我发展实现度、工作期限稳定度、工作结果实现度、工作过程满意度、培养目标实现度、专业工

作对口度、人才职位匹配度、社会财富贡献度等。[14]

尽管研究者在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质量评价指标方面见仁见智,但仍可根据指称对象特征

将评价指标归为三类。一是工作质量类指标,其主要描述工作的特征,如薪酬、社会福利、社会保

险、劳动关系、工作条件、工作单位层次等;二是个体能力类指标,其主要描述毕业生获得满意工作

的能力特征,如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人际交往能力、基础能力等专业能力和就业能力;三是供需关

系类指标,其主要描述毕业生能力与工作需求的关系特征,如能力匹配、专业对口、工作稳定、工作

满意、环境适应等。



(三)就业供给侧内部存在多层次质量影响因素

研究者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招生层、培养层、择业层出发探讨了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质量

影响因素。

1.招生层。招生规模总量直接影响毕业生就业或通过影响培养质量间接影响毕业生就业,同
时专业招生规模不平衡影响部分毕业生就业。其中,孙长缨研究发现学生总量供给与社会需求总

量之间的矛盾是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主要方面,而有岗无人和有人无岗是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

突出表现;[15]张一名等通过研究各国大学生就业问题发现高校招生规模扩张伴随着教育质量下

降,进而加剧毕业生就业困难。[8]

2.培养层。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等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影响了毕业

生就业。其中,方丽认为我国人才培养与社会产业变动的协同性差异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16]刘
源把大学生就业难归因为不能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和忽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17]肯特和约克

(KinghtP.&YorkeM.)认为高校课程教学应以传授学生专业技能和通用技能等就业能力为主要

任务和目标。[18]

3.择业层。就业教育及就业指导与服务影响毕业生就业。其中,肯特和约克认为学校应开设

创业课程和职业生涯指导课程来提升学生就业能力;[18]代懋等人研究发现开设就业指导课程以及

通过学校就业信息渠道就业能够提高就业匹配度;[19]覃中杰认为建立包括就业指导、择业指导、创
业指导等在内的全程指导有利于大学生就业;[20]邬强研究发现学校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影响了毕

业生就业。[21]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尽管前述研究已从经验、实证或学理视角探讨了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的某层面或因素,
但通过实证研究,从本科教育供给内部的“招生-培养-择业”系统出发,探讨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

内部的多层面、多因素对就业供需关系的系统影响路径仍显不足。有鉴于此,本研究立足本科教育

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协同性,吸纳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质量评价指标研究成果,考虑教育内部影

响就业供给质量的多层因素,将就业供需关系作为就业供给侧无缝对接社会人才需求侧的“终端”,进
而分析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的招生侧、培养侧和择业侧对供需关系侧的系统影响路径。

本研究根据已有研究将招生侧的主要构成因素确定为总招生规模和专业招生规模;将培养侧

的主要构成因素确定为课程资源质量、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培养过程管理、毕
业论文指导和学业成就;将择业侧的主要构成因素确定为就业教育和创业教育;将供需关系侧的主

要构成因素确定为专业设置与专业人才需求匹配度、专业能力与工作任务匹配度、经验建构与持久

保持工作的匹配度、从业兴趣与工作属性的匹配度、通识就业能力与工作环境匹配度、求职预期与

现实工作的匹配度,且分别简称“专业匹配”“能力匹配”“就业稳定”“兴趣匹配”“环境适应”和“工作

满意”。鉴于本研究是以局部区域本科毕业生就业为分析对象,其难以有效探索我国高等教育本科

毕业生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协同关系,故在供需关系衡量方面排除了“就业率”维度;同时,
鉴于本研究仅考察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影响机制,故在供需关系衡量方面排除了高等教育

系统外部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对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构成因素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按照本科教育

工作逻辑及其人才培养逻辑,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提出了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结构的因果关

系模型(图1),并蕴含了本研究的基本假设。



图1 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结构因果关系模型

  假设一:在单所本科院校

中,招生侧直接对培养侧产生

明显的积极影响。即各本科院

校总招生规模和专业招生规模

对本科教育教学中课程资源质

量、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
实习岗位匹配、培养过程管理、
毕业论文指导和学业成就产生

明显的积极影响。
假设二:在单所本科院校

中,培养侧和择业侧直接对供

需关系侧产生明显的积极影

响。即各本科院校的课程资源

质量、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培养过程管理、毕业论文指导、学业成就以及就业教

育和创业教育,直接对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匹配、能力匹配、就业稳定、兴趣匹配、环境适应和工作满

意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
假设三:在单所本科院校中,招生侧直接对择业侧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即各本科院校总招生

规模和专业招生规模对本科就业教育和创业教育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说明

本研究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A省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供给侧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本科毕

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结构存在校际差异,以及样本院校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结构的稳定性,
本研究在 A省选择了具有4届以上本科毕业生的22所院校,并以各院校的2015届本科生作为分

析对象。在选择的院校中,部属院校约占9%,地方院校约占91%;理工类院校约占40%,非理工类

院校约占60%;一般院校约占70%,独立院校约占30%,院校样本构成结构具有代表性;涉及A省

2015届本科生全及总体102470人。
(二)数据采集

根据“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结构因果关系模型”构念,本研究采集了样本 A省22所院

校2015届本科毕业生的两类数据:

1.全及总体的招生状态统计数据。包括了专业招生规模、总招生规模和就业状态,数据主要

来自A省公开的统计数据。

2.培养、择业与就业调查数据。除客观变量“总招生规模”和“专业招生规模”外,“培养侧”的
课程资源质量、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培养过程管理、毕业论文指导和学业成就

变量,“招生侧”的就业教育和创业教育变量,以及“供需关系侧”的专业匹配、能力匹配、就业稳定、
兴趣匹配、环境适应和工作满意变量需要测量;测量均采取了LIKERT量表形式,15个变量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872~0.932之间。本研究在样本A省2015届本科生毕业离校近一年后,
通过专业的“网络问卷调查与分析平台”,向该省22所本科院校的2015届本科生全及总体发送了

问卷邀请邮件,问卷邀请对象通过问卷网址访问问卷并做出反应。问卷共计回收33850份,总回

收率达33%,单个样本院校的问卷回收率在30%~40%之间。
(三)变量说明

在“培养侧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包括课程资源质量、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



培养过程管理、毕业论文指导和学业成就,自变量包括总招生规模和专业招生规模(表1);在“供需

关系侧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包括专业匹配、能力匹配、就业稳定、兴趣匹配、环境适应和工作满意,
自变量包括课程资源质量、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培养过程管理、毕业论文指导、
学业成就、就业教育和创业教育(表1);在“择业侧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包括就业教育和创业教育,
自变量包括总招生规模和专业招生规模(表1)。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 变量说明

供

需

关

系

侧

专业匹配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工作岗位与专业知识相关度分值+工作岗位与专业技

能相关度分值)/2)

能力匹配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与专业技能相关度分值+岗位典型

工作任务与专业知识相关度分值)/2)

就业稳定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个体持续保持某项工作的时间分值)
兴趣匹配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个体对工作任务兴趣度分值)
环境适应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人际适应分值+岗位适应分值+条件适应分值)/3)

工作满意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薪酬分值+工作条件分值+发展空间分值+福利分

值)/4)

培

养

侧

课程资源质量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必修课分值+选修课分值)/2)
理论课教学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教学设计分值+教学效果分值)/2)
实践课教学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教学设计分值+教学效果分值)/2)

实习岗位匹配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实习岗位与专业相关度分值+实习内容与专业相关度

分值)/2)

培养过程管理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课程管理分值+课堂教学管理分值+实践教学管理分

值)/3)

毕业论文指导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指导水平分值+指导频次分值)/2)
学业成就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专业知识分值+专业技能分值+通用能力分值)/3)

择

业

侧

就业教育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就业理论课程分值+就业指导分值+就业帮扶分值)/3)

创业教育 各样本高校调查均值((创业理论课程分值+创业实践指导分值)/2)

招

生

侧

总招生规模 各样本高校2015届本科招生规模

专业招生规模 各样本高校2015届本科专业招生规模均值

五、实证分析

(一)招生侧对培养侧的影响路径分析

为估计招生侧对培养侧的影响,本研究以招生侧的变量为自变量,以培养侧的变量为因变量进

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概括见表2。7个回归模型中,模型1(F值为3.699,p<
0.05)、模型3(F值为4.558,p<0.05)、模型4(F值为40.183,p<0.01)、模型5(F值为4.056,p<
0.05)和模型6(F值为9.881,p<0.01)高度显著。

回归结果表明专业招生规模对课程资源质量、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培养过程管理和毕

业论文指导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模型1、模型3、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专业招生规模解释

因变量的负向变异程度均在28.0%以上;且模型4的R2 最高,其专业招生规模能够解释实习岗位

匹配变异的80.9%。此外,专业招生规模对理论课教学和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不明显。



表2 招生侧对培养侧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课程资源

质量

模型2
理论课

教学

模型3
实践课

教学

模型4
实习岗位

匹配

模型5
培养过程

管理

模型6
毕业论文

指导

模型7
学业成就

招

生

侧

总招生规模
0.070
(0.000)

-0.245
(0.000)

0.195
(0.000)

-0.073
(0.000)

-0.074
(0.000)

0.166
(0.000)

0.001
(0.000)

专业招生规模
-0.542*

(0.001)
-0.392
(0.001)

-0.583**

(0.001)
-0.879**

(0.000)
-0.525*

(0.001)
-0.735**

(0.001)
-0.231
(0.001)

N 22 22 22 22 22 22 22
R2 0.280 0.259 0.324 0.809 0.299 0.510 0.053

     注:N为院校数;*<0.05,**<0.01;括号里为标准误

(二)培养侧、择业侧对供需关系侧的影响路径分析

为估计培养侧和择业侧对供需关系侧的影响,本研究以培养侧和择业侧的变量同时作为自变

量,以供需关系侧的变量为因变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概括见表3。6个回归

模型中,模型8(F值为18.529,p=0.000)、模型9(F值为19.822,p=0.000)、模型10(F值为8.809,

p=0.000)、模型11(F值为16.484,p=0.000)、模型12(F值为13.840,p=0.000)和模型13(F值为

11.113,p=0.000)高度显著,其表明培养侧和择业侧的变量或部分变量对专业匹配、能力匹配、就
业稳定、兴趣匹配、环境适应和工作满意存在显著的影响,且对因变量变异的解释度均在86.9%以

上(见表3)。
表3 培养侧和择业侧对供需关系侧的影响

变量
模型8

专业匹配

模型9
能力匹配

模型10
就业稳定

模型11
兴趣匹配

模型12
环境适应

模型13
工作满意

培

养

侧

课程资源质量
-0.066
(0.107)

0.325
(0.161)

0.061
(0.226)

-0.320
(0.145)

-0.038
(0.163)

0.001
(0.273)

理论课教学 0.574**
(0.145)

0.361**
(0.149)

-0.047
(0.210)

0.003
(0.135)

0.331*
(0.151)

0.097
(0.254)

实践课教学 0.650**
(0.151)

0.613**
(0.156)

0.235
(0.219)

0.393*
(0.141)

0.397*
(0.157)

0.384*
(0.264)

实习岗位匹配 0.340*
(0.131)

0.384*
(0.135)

0.901**
(0.190)

0.398*
(0.122)

0.667**
(0.137)

0.689**
(0.230)

培养过程管理
-0.059
(0.211)

0.015
(0.218)

-0.279
(0.307)

-0.162
(0.197)

-0.416*
(0.221)

-0.403*
(0.371)

毕业论文指导
-0.310
(0.183)

-0.191
(0.189)

-0.341
(0.267)

0.189
(0.171)

-0.156
(0.192)

-0.187
(0.322)

学业成就
-0.039
(0.155)

0.039
(0.160)

0.182
(0.226)

-0.058
(0.145)

0.417*
(0.162)

0.400*
(0.272)

择

业

侧

就业教育
0.023
(0.155)

0.074
(0.160)

0.700*
(0.439)

0.172
(0.282)

0.034
(0.316)

0.440
(0.531)

创业教育
0.123
(0.302)

-0.422*
(0.312)

-0.520*
(0.249)

0.469*
(0.160)

-0.011
(0.179)

-0.282
(0.301)

N 22 22 22 22 22 22
R2 0.933 0.937 0.869 0.925 0.912 0.893

        注:N为院校数;*<0.05,**<0.01。括号里为标准误

培养侧变量对供需关系侧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和实习岗位匹配对

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匹配、能力匹配均有显著的正向增量效应(模型8和模型9);实习岗位匹配对就

业稳定具有显著的正向增量效应(模型10);实践课教学和实习岗位匹配对毕业生就业的兴趣匹配

具有显著的正向增量效应(模型11);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和学业成就对毕业生

就业的环境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增量效应(模型12);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和学业成就对毕

业生就业的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增量效应(模型1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课教学对毕

业生就业的专业匹配和能力匹配的增量效应最为明显,实习岗位匹配对毕业生的就业稳定、环境适

应和工作满意的增量效应最为明显。此外,培养过程管理不仅未对毕业生就业的环境适应和工作



满意产生正向增量效应,反而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课程资源质量和毕业论文指导对供需关系侧的

影响不显著。
择业侧变量对供需关系侧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就业教育仅对毕业生就业稳定具有显著的

正向增量效应;创业教育仅对毕业生就业的兴趣匹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增量效应,且值得注意的是,
创业教育与毕业生就业能力匹配、就业稳定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

(三)招生侧对择业侧的影响路径分析

为估计招生侧对择业侧的影响,本研究以招生侧的变量为自变量,以择业侧的变量为因变量进

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2个

回归模型中,模型14(F值为6.786,p=0.006)高
度显著,且R2 显示招生侧对就业教育成效变异

程度的解释度达到41.7%;进一步分析发现,招
生侧中的专业招生规模对就业教育成效表现出

显著的负向关系。此外,模型15(F值为1.575,

p=0.233)表明,招生侧对创业教育的影响不

显著。

表4 招生侧对择业侧的影响

变量
模型14
就业教育

模型15
创业教育

招生侧

总招生规模
0.085
(0.000)

0.035
(0.000)

专业招生规模 -0.660**
(0.000)

-0.384
(0.001)

N 22 22
R2 0.417 0.142

   注:N为院校数;*<0.05,**<0.01;括号里为标准误。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控制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外部影响变量后,招生侧、培养侧、择业侧和供需关系侧之间存

在明显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在影响路径中,既有由显著影响形成的有效影响路径,其中“积极型”与
“消极型”影响路线并存;又有由不显著影响形成的无效影响路径。

(一)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有效影响路径

近年来,我国高校通过深化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强化专业与产业(行业)对接、完善就业创业

教育等方式,有效增进了本科毕业生人才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协同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控

制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外部影响因素以及招生侧对供需关系侧的直接影响情况下,本研究的“假
设一”和“假设二”得到部分验证。

1.课程教学对供需关系平衡的显著正向影响。理论课和实践课教学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

社会人才需求平衡度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具体来看,专业理论与实验(实训)课程内容有效地对接

了工作岗位需求,其教学过程有效地对接了工作岗位典型工作任务。此外,实验(实训)课程教学在

培养毕业生工作兴趣方面,助推毕业生找到薪酬、发展空间、工作条件和福利较好的优质工作方面,
以及帮助毕业生协调人际关系、适应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方面作用显著。

2.毕业实习对供需关系平衡的显著正向影响。毕业实习质量对毕业生就业供需关系平衡度

的贡献最为显著。其中,毕业实习岗位、内容同专业学习相关度越高,越有利于帮助毕业生获得同

专业知识与技能相关的工作岗位;越能使毕业生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适应岗位典型工作任务需

求;越能培养毕业生对专业相关工作的兴趣;越能增进毕业生协调人际关系、适应工作岗位和工作

条件,以及获得期望的薪酬、发展空间、工作条件和福利。

3.学业成就对供需关系平衡的显著正向影响。学业成就对毕业生就业供需关系平衡度的显

著影响表现在环境适应和工作满意方面。研究表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通用能力是毕业生协调

人际关系、适应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的必备素质,毕业生在该方面学业成就越高,适应环境能力越

强;越善于运用该方面学业成就,越易获得令人满意的薪酬、发展空间、工作条件和福利。

4.就业创业教育对供需关系平衡的显著正向影响。就业创业教育对毕业生就业供需关系平

衡度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就业稳定和兴趣匹配方面。其中,本科就业教育课程设置与实施、就业

指导和就业帮扶显著促进了本科毕业生长久保持某项工作;创业课程设置与实施、创业实践指导显



著促进了本科毕业生获得同兴趣一致的工作岗位。
(二)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不良影响路径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假设一”“假设二”和“假设三”的部分内容未能证实。

1.专业招生规模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显著负向影响。在高校专业教学资源不变情况下,专业招

生规模越大,生均的课程资源、实验实训设备、对口实习岗位、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越少,培养过程管

理精细化程度越低,使得课程资源质量、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培养过程管理、毕业论文指导

效果越差,导致人才培养过程质量越低。

2.培养过程管理对供需关系平衡的显著负向影响。课程管理、课堂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管理

显著不利于毕业生人际关系协调能力、适应工作岗位和条件能力的培养,也对毕业生获得满意的薪

酬、工作条件、发展空间和福利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主要归因为培养方案的落实度、课堂教学质

量的监控度以及毕业生实验(实训)实习教学的监管度不够。

3.创业教育对供需关系平衡的显著负向影响。创业课程及创业实践指导效果与毕业生专业

知识和技能同典型工作任务相关度呈显著负增长;也与毕业生保持同一工作的时间成显著负增长。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创业课程和创业实践指导评价较高的本科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无论创业与

否)与专业相关度较低,且在就业价值观上倾向于灵活择业。

4.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的无效影响路径。无效供给影响路径主要有三条:(1)总招生规模

对课程资源质量、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实习岗位匹配、培养过程管理、毕业生论文指导和学业

成就无正向的显著影响;(2)必修课和选修课对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匹配、能力匹配、就业稳定、兴趣

匹配、环境适应和工作满意无正向的显著影响;(3)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对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匹配、能
力匹配、就业稳定、兴趣匹配、环境适应和工作满意无正向的显著影响。

(三)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策略

1.平衡专业规模结构,优化专业资源供给。(1)改革专业招生规模分配方式。本科院校内部

专业招生规模的“市场需求”导向,导致高校内部专业间规模以及高校内部专业规模与专业资源供

给严重失衡,因而有必要建立测算专业招生规模的专业办学资源条件标准,促进高校内部建立专业

招生规模平衡机制。(2)改革专业资源供给配置方式。高校内部专业招生规模的快速增长并未引

发学校内部专业资源供给配置同步增长,从而导致招生规模增长快的专业资源紧缺,进而影响培养

侧质量。因此,本科院校内部有必要建立专业资源配置预警机制,根据用人单位专业人才需求趋

势,对专业招生规模呈上升趋势的专业实行先投入后扩招,实现适度控制生均教学资源基础上专业

招生规模的和谐增长。

2.改革课程教学管理,强化就业力培养。(1)加强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

基于用人单位需求及时调整课程结构,适度强化课程模块对学习者组织能力与人际交往技能[22]、
基本社会能力与迁移能力[23]、职业专门知识与预期能力[24]、职业生涯认知与社会资本拓展能力[25]

等的培养。(2)深化课堂教学管理改革。增强课堂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一致性;提高课堂教

学内容对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强化理论知识讲解与实践典型案例的融合度;增强教师教科研成

果对学生学习成效的贡献度。(3)强化本科实践教学管理。通过监控实验(实训)项目的设计、开出

率、实操过程、能力测评等,改善实验(实训)教学质量;通过加强毕业实习方案对人才培养规格的支

撑度、提高毕业生实习参与度和实习岗位或项目覆盖度、增强学校教师与实习单位教师指导的协同

度等,强化毕业实习环节监管。

3.深化创业课程改革,实现专业课程协同发展。(1)通过创业教育驱动专业学习。即创业课

程目标应强调培养学习者借助专业能力创业的能力;创业课程内容应强调以专业学习领域教育性

经验为载体;创业课程实施应强调专业知识与技能融入创业学习情境、专业领域典型工作任务融入

创业工作任务;创业孵化项目要体现专业学习成果转化。(2)推动专业学习服务创业教育。即将创



业意识、创业兴趣与创业能力作为学习者通识能力培养纳入专业课程目标;把运用专业能力成功创

业案例作为专业学习的教育性经验;通过专业课程实施创生创业实践智慧,让学习者在直接创业实

践中升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运用。

4.变革无效供给关系,创新驱动有效影响路径。(1)总招生规模改革驱动资源精准配置。即

建立动态测算学校总招生规模的办学资源条件标准,有效规划学校总招生规模,提高生均教育资源

保有量,促进教育资源精准配给。(2)课程改革驱动人才培养与需求对接。即制定专业课程标准,
强化课程体系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支撑度;增进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的对接度,增强专业设置对产业

需求、能力培养对职业岗位的适应度;增强必修课程对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功能,推进选修

课程的体系化和模块化。(3)毕业论文指导驱动人才培养提质。即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创

新性;发挥毕业论文(设计)增进专业核心能力掌握与运用的作用;增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与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实践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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